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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博拉疫情   

基金组织批准向受埃博拉影响最严重的国家提供 

1.3 亿美元的资金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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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财政收入锐减，面临新的开支需求 

 基金组织介入反映出疫情对宏观经济的影响越来越严重 

 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表示基金组织承诺将与各国及发展伙伴共同努力 

 

 

随着埃博拉病毒造成越来越多的死亡，以及这场危机带来的经济影响范围越来越大，

基金组织伸出援手，向处于疫情中心的三个西非国家—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提供总额为 1.3 亿美元的紧急资金援助。 

9 月 26 日，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会紧急批准该项贷款，旨在帮助弥补这场人道主义危机

造成的相当部分融资缺口（暂时估计总额约为 3 亿美元）。西非三国体制脆弱，医疗

系统设施不足，正在努力控制疫情，不但财政收入锐减，为对抗疫情还出现了额外的

开支需求。 

基金组织的介入说明，这场危机正在给这三个曾在克服积久脆弱和不稳定方面取得长

足进展的国家带来越来越严重的宏观经济影响。此次为对抗疫情提供的额外资金援助

符合基金组织的使命,即支持处于经济和社会压力之下的成员国解决国际收支和财政融

资需求问题。 

 

 

 

 

 

 

 

 

 

 

 

弗里敦医务人员在培训课上学习如何保护

自己不受埃博拉病毒感染（图片：新华社

/Huang Xianb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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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影响日益严重 

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说：“在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埃博拉疫情

已经夺走了太多人的生命。”她还说：“这场人道主义危机还将带来深刻的经济影响。

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政府请求基金组织支持它们加强为遏制这场前所未有的

传染病做出的努力。这场灾难正在给这些国家最脆弱的群体带来太过严重的影响。基

金组织正在与受害国当局以及它们的发展伙伴一道，确保迅速控制疫情，并为之后必

须推进的经济重建工作提供帮助。” 

贷款安排占各国在基金组织份额的 25%，明细如下： 

• 几内亚：执董会在快速信贷（RCF）安排下批准提供 4140 万美元的资金。埃博拉疫

情于 2013 年底在几内亚爆发，今年 7 月份开始突然加重，不过几内亚受害程度比邻国

稍轻。几内亚短期经济前景大幅恶化，预计 2014 年经济增长率将从年初预计的 4.5%

下降到 2.4%。在现行中期信贷（ECF）安排下，几内亚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最近对

中期信贷安排的审查还未开始，因此几内亚将获得快速信贷安排下的紧急融资。 

• 利比里亚：执行董事会在现行中期信贷安排的基础上增加了 4830 万美元的贷款。目

前，利比里亚是疫情最严重的国家，已经毫无应对之力。除了造成大量人员伤亡，疫

情正严重影响着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危及十年和平给这个国家带来的进步。据初步

估算，由于矿业、服务业和农业等主要经济部门都遭受了严重损失，2014 年该国实际

GDP 增长率将从 6%下降到 2.5%。 

• 塞拉利昂：塞拉利昂将在中期信贷的基础上增加 3980 万美元的贷款。埃博拉疫情已

经蔓延到整个国家，严重影响到该国的社会和经济结构。根据八月份估算，今年该国

经济增长将减缓,增长率从 11.3%下降到 8%，通胀压力加剧。另外，该国已经出现了

国际收支和财政融资的新需求。 

“如此大规模的卫生危机无疑将会带来严重的经济影响，基金组织有责任帮助这些国家

站稳脚跟”，基金组织非洲部主任 Antoinette Sayeh 如是说。他还表示：“我们正与三国

同行密切合作，提供贷款和建议，帮助它们更好地对抗埃博拉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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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加速蔓延 

埃博拉是一种源自野生动物的传染性出血热，今年初首先在几内亚爆发，随后蔓延至

邻国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世界卫生组织（世卫组织）资料显示，三国已知感染人数

约为 6000 人（尼日利亚和塞内加尔感染病例较少，目前病毒似乎已经得到控制），约

3000 人已报死亡。 

但是，有证据表明感染和死亡病例并没有完全报道出来，所以实际死亡人数可能更高。

另外，最近几周病毒感染速度加快，特别是在利比里亚，塞拉利昂情况稍好。 

三个受感染国家难以有效遏制埃博拉病毒的蔓延，主要是由于它们的公共卫生能力极

其有限。联合国和世卫组织、世界银行、非洲发展银行等越来越多的国际组织以及诸

如无国界医生和红十字会等主要非政府组织纷纷伸出援手。各国政府以及当地和国际

私人捐赠者也贡献了重要资源。 

相关链接： 

 

新闻稿 

几内亚和基金组织 

利比里亚和基金组织 

塞拉利昂和基金组织 

几内亚矿业繁荣 

利比里亚自然资源状况 

 

 

 

 

http://www.imf.org/external/np/sec/pr/2014/pr14441.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country/gin/index.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country/gin/index.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country/gin/index.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country/sle/index.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country/sle/index.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3/car031913a.htm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urvey/so/2013/car031913a.htm

